
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通常也稱為業績考評或“考績”，是針對企業中每個員工所承擔

的工作，應用各種科學的定性或定量方法，對員工一段期間以來工作的實際成

果及其對企業的貢獻或價值進行考核和評價。 

  

績效考核是現代組織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它是一種周期性檢討與評估員

工工作表現的管理系統，是指主管或相關人員對員工的工作做系統的評價。可

以說每個進入職場工作的人都被主管打過考績，各階層主管也會被上級要求給

下屬打考績，這是制度、這是慣例，人人都習以為常。有效的績效考核，不僅

能確定每位員工對組織的貢獻或不足，更可在整體上對人力資源的管理提供決

定性的評估資料，從而可以改善組織的反饋機能，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更可

激勵士氣，也可作為公平合理地酬賞員工的依據，考績的好壞會影響個人的獎

金、加薪、升遷及去留。 

 

我們在求學的過程中，每個階段的考試就是一種績效考核，是老師檢驗學

生學習成果的工具，也是上一級學校甄選學生來源的依據，成績好代表是好學

生就是成功，成績不好就是失敗，它潛在影響每個人的一生！ 

 

可是這種把人排順序排等級的制度也有很多缺點如下列，我們不妨對照一

下學生時代自己的親身體驗，就很容易理解。 

 

一、轉移焦點 

 

工作的重點從工作本身變成只在乎爭取好的考績。例如：考績相

關的事項才會得到重視；只在打考績之前才努力的表現；著重短期績

效忽略長期影響……等等。相對於學校，就是只重視要考的科目；考

試之前才緊急抱佛腳；努力去抓可能會考的重點，甚至只求背起來，

不管是否真的瞭解。 

 

二、破壞合作 

 

為了避免不同單位主管打考績時標準不一，許多考績制度就限定

同一單位內各個等第一定的比率。這樣一來，就同一部門來說，考績

就變成了一個零和遊戲，由於優等、甲等名額的限制，又直接牽涉到

年終獎金或升遷，造成小小的單位內部就相互排擠衝突。尤其是在打

完考績後一定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一定會有人不服，雖然表面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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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際是暗潮汹湧，嚴重一點的就會浮上檯面，其結果當然會影響

整個單位的工作氣氛。可以想見的，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單位內部不

會有互相幫助和提攜，因為同事之間就是競爭者，而且是零和，你好

就是我壞，我占缺就是你落選。以學校來說，班上的各個名次都只有

一個，尤其是前幾名的順序之爭更是火爆甚至不擇手段。因此，成績

最好的少數同學處在競爭最激烈的風口，相互之間勾心鬥角很難變成

好朋友，他們也常常被迫必需自私一點，筆記不願出借、有好的心得

也不願分享，以免增加競爭對手的實力！嚴重一點的，甚至為了維持

自己的排名順位連公認的好學生都不惜作弊！自己沒辦法，就拖人下

水或看人笑話！ 

 

三、討好上司 

 

在考績制度之下，為了爭取自己的好考績，在無形的壓力下，所

有人的目標都變成討好上司，不但不敢講真話、不敢得罪上司還要主

動投其所好，時間一久，整個組織就會失去活力，沉浸在奇怪的氛圍

當中。以學校來說，就是學生們都在虛假的討好老師，逢年過節當然

要「意思意思」，面對老師當然不敢講真心話，深怕得罪老師，又要提

防同學，形成了學習環境中到處都有的壓力！ 

 

四、上級濫用職權 

 

由於上司擁有打考績權，難免會有人利用職權循私圖利、壓榨、

欺凌或吃定部屬，甚至不惜損害組織的整體利益。 

 

 

管理大師戴明就大聲疾呼要廢除考績制度，因為這個制度不但對改善工作

和品質提升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會破壞系統，導致士氣低落，一個組織的經營

績效事實上是與考績制度沒有半點關係的。從實際案例來看，企業面臨倒閉難

道是因為考績不好的員工？看看美國金融風爆後面臨破產的公司，在政府注資

援救以免倒閉的情況下，高層卻仍在吃香喝辣、照分紅利。所以戴明主張美國

應該學習日本，在公司遭遇困境時，日本人的做法是： 

 

1、 停發董事會成員的紅利。 

2、 削減經營高階人員的薪資與獎金。 

3、 縮減經營高階人員編制並更換不適任人員。 

4、 最後一步才是要求基層人員共渡難關，如無薪假或提前退休。 

如真有必要，留下的人員減薪但不解雇人員。 



 

 

    同學們，你親身經歷過考績制度帶來的問題嗎？遇到過不公平的老師、主

管嗎？請提出分享討論。 


